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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直的直男”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让所有人意
外。嘉禾给大哥开出了签约费——240
万港币一部戏，不久之后，又提高到了
480万。这对当时片酬只有几千块的大
哥来说，简直就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天
价，但是如果跟新的公司签约，就意味
着要跟原来的公司解约。一方面，是以
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一方面，则是
跟罗维导演公司的交情，大哥陷入两
难。

很多朋友都劝他，演员的红常常是
一时的，一定要趁着能赚钱的时候赚
啊，有什么好犹豫的？大哥那时候也不
过是20出头的年轻人，对未来也没有
把握，几番思考，终于决定跟嘉禾签约。

听说了这些事情，罗维导演要告大
哥违约，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可怕
的是，他提出的违约金已经不是10 万，
而是——1000万！

原来他后来更改了合约条款。听
到这个消息，大哥备受打击，他那么信
任且一直追随的前辈，竟然真的做出这
种事。1000万，不要说还没跟新公司签
约，就算是签了，他也筹不出这么多钱，
而被那么信任的人欺骗，对他来说是比
赔钱更严重的伤害。

一筹莫展之际，那个老管家忽然来
找大哥。老人家告诉他，他在公司还兼
任出纳的工作，确实是罗导演更改了他
的合约，这件事就是他本人经手的。那
时候的合约都是用毛笔写的，老人家就
是写合约的人，罗维命令他在“十万”的

“十”上面加了一撇，就变成了“千万”。
那个老人家对大哥说：“你放心，如

果他告你，有任何问题，我会出来帮你
做证。”

傻人有傻福也好，好人有好报也
好，1000万的事情不了了之。也正因为
这件事情，促使大哥最终下定决心跟嘉
禾签约，开始了全新的成龙电影时代。

写到这里，想稍微跑个题。
如果要送给大哥一个外号，我们曾

经总结过一个，那就是“全世界最直的
直男”。怎么解释呢？他对女生都非常
尊重，也都很照顾，不管是已经跟他几
十年的同事，还是一些新认识的朋友，
都一视同仁。可是对男生，用“视而不
见”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在休息室的
时候，除非满屋子没有女生，他才会跟
男生聊天。做访问的时候，他连指着身
边的人举例子，都会习惯性地跳过男孩
指女孩。

《十二生肖》宣传过程中，有一次我
们带他去拍杂志，部门内两个男孩、一
个女孩跟我一起。几个小时的拍摄结
束之后，大哥带上我和那个女孩一起去
吃饭，两个男生被无情地遗忘在了现
场。

其实大哥也不是不尊重男生，《十
二生肖》准备庆功旅行的时候，他特意
提醒我要带上帮他剪预告片的男孩一
起去。工作归工作，生活中大哥也有一
大票好哥们儿，但他习惯性地认为男孩
不需要照顾，女孩就要多关照体贴一
些，所以我们封他“全世界最直的直
男”。可就是这位“最直男”，却有过一
段特别尴尬的往事。

那时候大哥才 20 岁左右，在香港
的发展不顺利，决定去澳大利亚的堪培
拉找爸爸妈妈。没有什么钱，买的是很
便宜的机票。那张机票不能直飞，需要
在印度尼西亚停一天，第二天再飞澳大
利亚。

那是大哥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
原来的时候都有同事在身边，这次只
有自己，而且还不太会英文。他请朋
友帮忙订好了机票，问好终点是降落
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就一个人上了飞
机。那时大哥的外形，用他的话说，是

“头发还很长，穿着一件大大的棉衣，
很帅气的”。

明日关注：大哥也有抓狂的时候

一封书信，让王太监出了一身冷汗

王阳明是那种一定会为民请命，但绝
不会直来直去的人。他找来前届政府的工
作人员，详细向他们询问庐陵赋税的来龙
去脉。这些人就把事实告诉了他。三年
前，庐陵的赋税还没有这样高，自来了位宫
廷税务特派员（镇守中官）后，庐陵的赋税
就翻了三番。据这些工作人员说，这个特
派员姓王，是个宦官，平时就住在吉安府政
府的豪华大宅里，里面每天莺歌燕舞。

王阳明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姓王的宦
官就是罪魁祸首。只要搞定他，庐陵县不
该缴纳的赋税就会灰飞烟灭。他给吉安府
长官写了封信，他知道那位王太监肯定也
要看信，所以信的内容其实是写给王太监
看的。

他说，我在看庐陵的税收记录时大为
惊异地发现，三年前庐陵的赋税总额是四
千两，可这三年来却达到万余两。我先是
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在别的地方赋税都
在负增长的时候，庐陵县却呈直线增长。
不过我又仔细看了赋税名录，发现有些东
西根本没有，却还要收税。我还听说，以镇
守中官为首的收税大队来庐陵像是土匪抢
劫一样。我现在有个小疑惑，这些赋税是
上级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规定吗？还
只是我们吉安府的规定？交税的日子马上
要来了，可最近这里发生了旱灾，瘟疫又
起。如果再强行收税，我担心会激起民
变。俗话说，饥人就是恶人。一旦真有民
变，我不知该如何向上级政府交代。

他最后说，我对于这种收税的事真是
于心不忍，而且势不能行。如果你们认为
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请求辞职。

王太监看到这封信，冷汗直冒。如果
这封信不是王阳明写的，那他不会恐惧。
一个对自己都敢下狠手的人，对于别人的
几句要挟就缴械投降，那他就不是个合格
的太监。可王阳明的要挟不同，王阳明此
时虽然只是个小县令，但他的弟子遍布全
国，中央政府也有他的旧知新友。天蓬元

帅虽然被贬下凡间做了猪，但人家毕竟也
是天上来的。

王太监对吉安府长官说：“我看这庐陵
的赋税是有问题，暂时免了吧，等王阳明走
了再恢复。”

庐陵人感激王阳明，几乎痛哭流涕。
王阳明趁势发布告说：“你们打官司，我不
反对。但我看你们之前的状纸是专业人士
撰写的，又臭又长，毫无阅读快感可言。今
后你们如果再告状，要遵守以下几点要求：
首先，一次只能上诉一件事；其次，内容不
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最后，
你认为和对方可以解决的事，就不要来告
状。如果有违反这三条的，我不但不受理，
还要给予相应的罚款。”

这份告示贴出时，百姓们还沉浸在减
免税收的欢乐中，所以一致认为，打官司是
没有良知的表现，今后要改。他们不知道，
自己的心境已被王阳明悄无声息地改变
了。

王阳明趁热打铁，继续对他们的心灵
世界进行改造。针对当时瘟疫横行的现
实，王阳明写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他说：

“虽然是天灾，不可避免，也不能违抗，所以
我们要适应它，并且在适应它时感悟人生
道理。你们怕传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亲
人抛弃，表面上看，他们是因瘟疫而死，实
际上是死于你们的抛弃。瘟疫并不可怕，
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
一旦你们的心被恐惧侵袭，就会让你们做
出没有天理的事来，这是逆天啊！我现在
为你们指明一条消灭瘟疫的道路，那就是
用你们的心。你们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
你们不必去外面寻求任何东西，只要让你
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万事大吉
了。”

不过，王阳明也承认，道德虽然是每个
人自己的问题，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来
时间的俗气所污染，已不能自动自发地流
露，所以必须得树立道德楷模，让道德楷模
唤醒他们内心正要睡死过去的善良。

明日关注：老办法往往是最管用的

还没长大就老了
■文/成龙 朱墨（18）

知行合一王阳明
■文/度阴山（26）

除了精神需要和生活中的
互相照顾，养老院里的非婚同
居现象实际还有着更深层次的
社会基础。

2008年“城乡比较视野下
的家庭价值观变迁研究”课题
组的一项数据资料显示，青年
人其实更赞同中老年人同居，
44%的被访者首肯“单身的中
老年人同居可相互照顾并减少
不必要麻烦”。

但青年人对于本群体未婚
同居态度却保守得多，仅23%
的人赞同“单身男女只要有结

婚打算就可以先同居”，对“即
使不想结婚也可以同居”的观
点，赞同率仅12%。

为什么态度差别这么大
呢？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
中心专家刘汶蓉在论文中分
析，在中国，男女同居除了受道
德约束外，还要受国家婚姻制
度、生育制度的制约，“老年人
同居因为没有生育问题，成本
相对较低，而且正是因为在法
律关系之外，反而减少了因结
婚而带来的子女财产继承等纠
纷”。 （老年）

非婚同居：养老院里的无奈与孤独
前段时间，48岁的女精神病

人容英（化名）在四川仁寿县四公
镇敬老院里怀孕一事引发了轩然
大波。据媒体报道，受家属和敬老
院的默许，容英入院一年多来一直
受一名男性老者照料，且两人已同
居一室。与此同时，该敬老院里还
有其他4对同居老人。基于养老
院这个相对封闭和沉默的小社会，
外界究竟该如何解读老人的非婚
同居现象？

在云南昆明知青老年公寓，对
于老人的非婚同居并没那么大的
容忍度——子女同意前不能住一
起、不能领结婚证，但这并未阻止
老人们对异性感情的向往。

在认识84岁的许孝妹（化名）
之前，74岁的张纯国（化名）曾几次
向院方提出想找伴儿同居，并经常

外出与异性“搭讪”。有一次，他甚
至从外面带回一位老人，希望能住
到一起，结果当然是被院方拒绝。
后来，他被善于唱戏、同住该老年
公寓的许孝妹吸引，便展开了追
求，没想到两人还挺投缘。

不过，对他们来说，这更像是
“地下情”。即便是在幽静的花园

散步，两人都一前一后走着，趁周
围没人赶紧牵一下手，有人来了，
就赶紧松开。后来，双方子女对两
位老人若隐若现的亲密关系有所
察觉，但并未反对，许孝妹和张纯
国这才放下心来。而许孝妹依然
有忧在心，“没有结婚，我们这算不
算违法？别人会怎么看呢？”

在湖北武汉常青花园老年公
寓的老人看来，86岁的朱锦泉（化
名）和 81岁的张同美（化名）曾经
与正常的老年夫妻无异，也早已
对他们牵手、互相照顾的甜蜜情
景习以为常。两位老人的恋情甚
至还打动了院方，愿意给他们调
一间房居住。

不过，在两人想领结婚证的
消息传到子女耳中后，这段感情
就不再平静。双方家属一度在老
年公寓大吵大闹，互相指责，甚至
还对老人实施了“经济制裁”——
收回他们手中的银行卡，直到两
人妥协才罢休。

迫于压力，朱锦泉和张同美

最终口头表示中止来往，但背地
里仍偷偷照顾对方。

对此，常青花园老年公寓副
院长金韦感到非常遗憾，既然别
的老人都能接受他们是“夫妻”，
子女为何不能接受？“现在社会慢
慢开明了，做子女的却不理解，真
是不该。”她说。

武汉常青花园老年公寓
副院长金韦同时也是中级心理
咨询师，她认为，非婚同居现象
之所以得到不少养老院的默
许，是因为机构运营者很清楚，
当子女无法或疏于照顾老人
时，这种伴侣关系最能填补他
们情感上的空缺，这是护工难
以替代的。

而对于一些人对养老院里
老人同居系性需求的指责，武
汉爱心公寓院长周秀红认为不
必过于解读，毕竟这也是人的
正常欲望。

在江苏常州怡寿园老年公
寓，79岁的洪女士原本住的是

双人间，2013年 6月室友离开
后空出一张床位，院里不少女
性老人曾试图与她同住，但都
被拒绝了，她反而热情邀请了
常到这里看电视、看书的抗战
老兵李长清搬进来。

该公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李长清现已99岁，只要身
体无恙，还会给洪女士量血压、
煮养生粥。他毫不在意外人的
看法，“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我到哪里去找她这么好的人？
有文化，脾气好，爱看书，又和
我聊得来”。在他眼里，洪女士
是十足的精神伴侣，“等我100
岁生日时要娶她”。

说不清道不明的“地下情”【心声】

子女不理解是最大的难题

【孤独】 非婚同居填补情感空缺

【说法】 非婚同居成本更低

【无奈】


